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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到企业参观学习，鼓励教师自身参与创业活动，派送教
师参加相关创业培训。让他们掌握相关的创业技巧，从
根本上培养教师的创业文化理念。要推动高校创业文化
的建设，高校首先要大力进行创业文化氛围的营造，其次
转变学生的观念。我们很多好学生甚至“学霸”都是只会
看书和考试，动手实践及创新能力几乎未被开发。因此，
要鼓励学生积极投入到创业实训中来，多听相关讲座，多
参加相关比赛，对他们会有极大的提高，并会在短期内竖
立起他们的创新创业意识。
2.2完善管理机制，形成健全的创业支持体系制度保
障是创业文化建设的基础，只有建立一个科学健全的规
章制度，才能够使得高校的创业文化在建设上获得坚实
的保障和动力，并拥有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因此，高校
应当成立大学生创业工作领导小组专门指导整个学校的
创业工作部署，将大学生的创业工作纳入学校的整体发
展规划当中。有很多地方高校在教务部门设立了创业科
室，还有高校成立了专门的创业学院。高校还应该在教
师的人事制度和考核制度上进行相应的创新，通过人事
制度和考核制度，引导教师在创业实践上得到更大的发
挥空间，通过制度鼓励教师，把专业的知识或者科技的成
果，作为创业的基础，并且积极地走出校园参加相关的创
业活动，从而更好地引导学生参与创业实践的开展。学
校应该整合一切资源，为教师和学生创业活动的开展，提
供场地设施和启动的资金，对于专门从事创业的教师，学
校应该为其保留事业编制，解决他们参加社会创业的后
顾之忧。在职称评定和人事考核上，可以进行灵活的调
整，不单纯以论文数量可是作为评价的标准，可以根据教
师从事创业实践的情况，将上缴的利润、企业的规模作为
新的考核标准和维度。对于参与创业的学生，学校应该
灵活进行学生学籍的管理，适当地延长他们在校的学习
年限，在学生进行创业期间，允许他们按照相关的计划来
进行课程的学习，如果他们能够把学分修满，同样允许颁
发相关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1］
。

2.3改革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大力推动创业实践在高
校的人才培养模式上，应该注重素质教育的主体性，同时
把综合能力的培养放在人才培养的首要位置，把教育的
空间拓展到课堂外，促进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良好结
合，推动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的更好开展。此外，高校应
开设以创业教育相关的公共必修课使学生的创业基本素
质得到良好的提升。在课程的设置上面，还要注重新颖
性和实用性，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创设相关的模拟公

司、创业论坛等，根据相关的特殊教学活动，使得学生的
创业愿望得到良好的激发。高校还可以聘请有丰富企业
经营管理经验或者创业经验的人担任教学的讲师，举办
创业入门创业计划书撰写等相关培训，让学生具备较强
的创新水平，从而可以更好地促进创建文化的形成

［2］
。

2.4整合校内外资源，加强校企合作整合校内外资源，
加强高校、企业、政府三方合作是搞好地方高校创业文化
培育，推进地方高校顺利开展创业实践活动的前提。可
以引进来，也可以走出去。学校除了开设适当的创业培
训课程外，还可以建立就业创业咨询中心，中心的成员可
以从优秀的校内创业师资队伍选拔，也可以从政府以及
校外的企业中聘请，这是引进来。走出去效果更为显
著。除了组织学生参与各种创新创业的比赛之外，很多
地方还成立了大学生创业园，并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大学
科技园入驻科技项目的引导、支持和奖励，有政府的支持
和企业的指导，资金由市财政和示范园区共同安排，是非
常好的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实习基地。这样一来，让大学
生创业教育不单单是学校的责任，更成为整个社会的责
任和义务，从而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提供更多
时的渠道和更有效的发展。

3结语
综上所述，在创业型经济模式下，高校创业文化的培

育是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得以顺利开展和有效实施的必要
保证。各高校可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加强创新创业文
化的培育与研究，设计出适合自身状况的创业教育体
系。并联合政府、企业的多方支持，为大学生创新创业实
践教育提供多方面的技术及资金支持，让大学生创业教
育不单单成为学校的责任，更成为整个社会的责任和义
务。最终，在树立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提高大学生创新
创业能力的同时，也为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作出有效地
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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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到企业参观学习，鼓励教师自身参与创业活动，派送教
师参加相关创业培训。让他们掌握相关的创业技巧，从
根本上培养教师的创业文化理念。要推动高校创业文化
的建设，高校首先要大力进行创业文化氛围的营造，其次
转变学生的观念。我们很多好学生甚至“学霸”都是只会
看书和考试，动手实践及创新能力几乎未被开发。因此，
要鼓励学生积极投入到创业实训中来，多听相关讲座，多
参加相关比赛，对他们会有极大的提高，并会在短期内竖
立起他们的创新创业意识。
2.2 完善管理机制，形成健全的创业支持体系 制度保
障是创业文化建设的基础，只有建立一个科学健全的规
章制度，才能够使得高校的创业文化在建设上获得坚实
的保障和动力，并拥有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因此，高校
应当成立大学生创业工作领导小组专门指导整个学校的
创业工作部署，将大学生的创业工作纳入学校的整体发
展规划当中。有很多地方高校在教务部门设立了创业科
室，还有高校成立了专门的创业学院。高校还应该在教
师的人事制度和考核制度上进行相应的创新，通过人事
制度和考核制度，引导教师在创业实践上得到更大的发
挥空间，通过制度鼓励教师，把专业的知识或者科技的成
果，作为创业的基础，并且积极地走出校园参加相关的创
业活动，从而更好地引导学生参与创业实践的开展。学
校应该整合一切资源，为教师和学生创业活动的开展，提
供场地设施和启动的资金，对于专门从事创业的教师，学
校应该为其保留事业编制，解决他们参加社会创业的后
顾之忧。在职称评定和人事考核上，可以进行灵活的调
整，不单纯以论文数量可是作为评价的标准，可以根据教
师从事创业实践的情况，将上缴的利润、企业的规模作为
新的考核标准和维度。对于参与创业的学生，学校应该
灵活进行学生学籍的管理，适当地延长他们在校的学习
年限，在学生进行创业期间，允许他们按照相关的计划来
进行课程的学习，如果他们能够把学分修满，同样允许颁
发相关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1］。
2.3 改革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大力推动创业实践 在高
校的人才培养模式上，应该注重素质教育的主体性，同时
把综合能力的培养放在人才培养的首要位置，把教育的
空间拓展到课堂外，促进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良好结
合，推动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的更好开展。此外，高校应
开设以创业教育相关的公共必修课使学生的创业基本素
质得到良好的提升。在课程的设置上面，还要注重新颖
性和实用性，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创设相关的模拟公

司、创业论坛等，根据相关的特殊教学活动，使得学生的
创业愿望得到良好的激发。高校还可以聘请有丰富企业
经营管理经验或者创业经验的人担任教学的讲师，举办
创业入门创业计划书撰写等相关培训，让学生具备较强
的创新水平，从而可以更好地促进创建文化的形成［2］。
2.4 整合校内外资源，加强校企合作 整合校内外资源，
加强高校、企业、政府三方合作是搞好地方高校创业文化
培育，推进地方高校顺利开展创业实践活动的前提。可
以引进来，也可以走出去。学校除了开设适当的创业培
训课程外，还可以建立就业创业咨询中心，中心的成员可
以从优秀的校内创业师资队伍选拔，也可以从政府以及
校外的企业中聘请，这是引进来。走出去效果更为显
著。除了组织学生参与各种创新创业的比赛之外，很多
地方还成立了大学生创业园，并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大学
科技园入驻科技项目的引导、支持和奖励，有政府的支持
和企业的指导，资金由市财政和示范园区共同安排，是非
常好的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实习基地。这样一来，让大学
生创业教育不单单是学校的责任，更成为整个社会的责
任和义务，从而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提供更多
时的渠道和更有效的发展。

3 结语
综上所述，在创业型经济模式下，高校创业文化的培

育是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得以顺利开展和有效实施的必要
保证。各高校可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加强创新创业文
化的培育与研究，设计出适合自身状况的创业教育体
系。并联合政府、企业的多方支持，为大学生创新创业实
践教育提供多方面的技术及资金支持，让大学生创业教
育不单单成为学校的责任，更成为整个社会的责任和义
务。最终，在树立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提高大学生创新
创业能力的同时，也为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作出有效地
贡献。
参考文献
［1］张道明，籍辉，魏志强.“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创业能力培养路

径研究［J］.河北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5）：15-16.
［2］白岩，张志义.“互联网+、大数据”背景下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培

养策略及应用系统平台的建设［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6（11）：
56-56.

［3］李小红.文化经济背景下的高职院校大学生创业素质培养研究
［J］.职教论坛，2016（02）：31-33.

［4］齐鹏.创业型经济背景下高校创业文化建设研究［J］.三江高教，
2012（01）：78-79.

［5］苏益南，齐鹏，朱永跃.创业型经济背景下高校创业文化培育［J］.

企业经济，2011（09）：152-155. （责编：张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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